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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绪论，论述探讨历史货币形式所应遵循的理论原则、实物货币定义和推动实物货币产生的原始
交换历史发展过程等三个基本问题，为研究实物货币提供理论依据，理顺货币形式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二章概述中国历代实物货币，时间跨度五千年，从纵向的时空发展上具体落实和勾画出中华五千年
货币文化的历史轨迹，为我国历史上实物货币的存在、发展和货币流通的运动提供史实依据。
第三至第七章，分别专章讨论牲畜币、布帛币、珠玉币、贝壳币、谷物币、龟货币、食盐币以及其他
实物货币形态，最后分析了皮帑是货币、是实物货币的悖论。
我写本书，意在理顺我国实物货币的历史发展轨迹，重点将被“腰斩”了的中国货币历史的实物货币
部分努力恢复起来，还历史货币以本来面目。
恢复被“腰斩”了的中国实物货币史谈何容易，或许会被视为自不量力，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己偏爱
货币历史的情趣与追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实物货币通论>>

作者简介

张友直，男，1935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南京审计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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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与转账结算》（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商业银行信贷与结算》（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新编工业企业财务会计》（新华出版社出版）、《银行经营管理学》（中国城市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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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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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局限性第四章  布帛币  一、布帛为币概述    （一）作为重要物质资料的布或布帛    （二）作为社
会经济概念的布或布帛  二、布帛为币辨析    （一）先秦二十八种古籍中作货币解释的“布”字都指布
帛币    （二）秦汉及记录秦汉历史的十七种古籍释“布”为货币的分析    （三）金属铲形币称“布”
只能从钱币学著作中探源  三、布帛为币考证    （一）从史籍方面考证    （二）从考古方面考证  四、
布帛币的历史流通状况    （一）五帝、三代时期的布帛币    （二）春秋战国及秦时期的布帛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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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币概述    （一）对我国历史上珠玉的考察    （二）对我国历史上珠玉器的考察    （三）玉璧研
究  二、珠玉为币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原因    （一）珠玉为币的经济基础    （二）珠玉为币的经济原因  
三、珠玉为币考证    （一）见于古籍    （二）证于考古    （三）载于人类学、民族学的实录  四、对玉
币、贝玉和玉钱的辨析    （一）玉币    （二）贝玉    （三）玉钱  五、珠玉币执行货币的诸种职能    （
一）珠玉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二）珠玉币的流通手段职能    （三）珠玉币的贮藏手段职能    （四）
珠玉币的支付手段职能    （五）珠玉币的国际货币职能  六、珠玉币的历史流通状况    （一）五帝时期
的珠玉币    （二）三代时期的珠玉币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珠玉币    （四）秦朝以后珠玉一般不再
为币第六章  贝壳币  一、贝壳币概述    （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使用贝币    （二）中国历史上的贝
币  二、贝壳的种类与来源    （一）贝的种类    （二）贝的来源  三、贝币的仿制品及真假贝    （一）贝
币的仿制品    （二）关于真假贝  四、贝币执行货币职能的情况    （一）执行价值尺度职能    （二）执
行流通手段职能    （三）执行贮藏手段职能    （四）执行支付手段职能    （五）执行世界货币职能  五
、贝壳成为贝币的原因    （一）贝壳具有作为装饰品、避邪品和吉利护符等的多种实用功能    （二）
贝壳是具有适中的价值量的劳动价值实体    （三）贝壳具有按枚计值的天然计量单位    （四）贝壳具
有坚固耐用、不易损坏的物理性能    （五）贝壳具有轻巧灵活、利于携带的便利性    （六）贝壳为币
具有不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生活消费的优点  六、贝币的考证    （一）贝币见于文献记录    （二）贝币
见于考古发掘  七、贝币在我国历史上的流通使用情形    （一）三皇五帝及三代时期的贝币流通    （二
）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的贝币流通    （三）西汉至清朝的贝币流通    （四）贝币不是我国历史上最早
的实物货币第七章  其他实物货币  一、谷物币    （一）谷物币概述    （二）梁启超是系统研究谷物币
的第一人    （三）《管子》是全面论述谷物币的第一书    （四）中国历史上谷物币流通行用的大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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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二、龟货币    （一）中国特有的龟文化    （二）龟为实物货币  三、食盐币  四、陶器奴隶鸦片等充
当实物货币    （一）陶器为币    （二）奴隶为币    （三）鸦片为币    （四）生漆、黄连、核桃等为币    
五、皮帑非货币    （一）关于皮帑是货币的说法    （二）关于皮帑非货币的论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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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本章集中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探讨历史货币形式所应遵循的理论原则；其二
，定义实物货币；其三，推动实物货币产生的中国原始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是对于研究我国实物货币来说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明确研究实物货币的指导思想，第二个问题是确立我国历史上实物货币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第三个问题是建立研究我国实物货币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根基。
我的研究表明，对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认识明确了，在实践上也就相应地能梳理顺畅了，研究中国实
物货币历史的总体上的困难也就能够被一一克服了。
　　一、探讨历史货币形式所应遵循的理论原则　　（一）什么是货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
国原始社会后期逐渐进入物物交换时期。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又没有买、卖双方确认的交换媒介物，人们在希望交换剩余产品时很
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找到彼此需要的交换对象。
即使大费周折，偶然找到了适合的交换对象，又可能会因彼此交换的数量和价格难以合适而不能顺利
实现交换。
这些都表明实现直接物物交换是困难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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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实物货币通论》意在理顺我国实物货币的历史发展轨迹，重点将被“腰斩”了的中国货币
历史的实物货币部分努力恢复起来，还历史货币以本来面目。
恢复被“腰斩”了的中国实物货币史谈何容易，或许会被视为自不量力，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自己偏爱
货币历史的情趣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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